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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汽车经过拆解、钢铁回炉后炼
成再生钢铁；废旧铅酸蓄电池经过集中
回收、破碎提炼，“重生”产出塑料、铅；
含铜废渣经过火法冶炼，化为高端电子
元器件材料阴极铜；工业废机油、废液
经过分离提炼，“摇身一变”成为煤油、
润滑油……看得见的，是一个个“化腐
朽为神奇”的工艺流程；看不见的，是一
条条由垃圾废料串起的“黄金链”。

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快速发展
及人口增长而产生的大量废旧家电、电
子废弃物、报废汽车、废钢等固废资源，
双桥经开区静脉产业已初步形成再生铅
产业链、再生钢产业链、废电子及其他废
旧物资产业链的发展态势。今年上半
年，全产业共实现产值57.6亿元、同比增
长 20.5%，占经开区规上产值的 32.1%；
实现税收8800余万元，占经开区工业税
收收入的 40.4%。静脉产业上半年研发

费用共7882.7万元，增长220.7%。
双桥经开区现有包括足航钢铁（壬

顺金属）、中天电子、春兴再生、汇集再生
和瀚渝再生等静脉产业规上企业12家。
1—6月，足航钢铁生产再生钢26.3万吨，
实现产值 26.3亿元；中天电子拆解电子
电器 80.5万台，实现产值 2.7亿元、增长
50.4%；汇集再生和双渝报废等企业共拆
解报废汽车辆2.7万台，增长64.2%。

走进重庆中天电废有限公司的拆解
车间，一台台废旧电器在工人们娴熟的
拆解手法下被化整为零后，按照相同的
物质被集中在一起。这些物质将作为生
产原料进入下游产业进行再利用。该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设计处理规模
达200万台套/年，拆解分离铁、铜、铝、塑
料等原材料 5万吨/年。经过资源化回
收，减少从矿石中提炼新金属，既节约了
自然资源，又降低了成本，变废为宝，一
举多得。

据邮亭工业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介

绍，静脉产业在再生金属领域具备较强
的产业基础，目前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
整的“源头回收—冶炼加工—再生金属
—下游制品”产业链条。像报废汽车拆
解下来的废钢、废铁，进入足航钢铁经过
熔炼后产生再生钢；轮胎进入新霆易环
保分离出钢丝和再生橡胶；废制冷剂则
进入瀚渝再生进行回收提纯，循环利用
于汽车、家电……一辆报废汽车通过循
环经济产业链网被“物尽其用”，经过深
加工转化为新的资源或产品回用于生产
企业，形成了完整的“资源—产品—再生
资源”的循环经济黄金链。

近年来，大足区高度重视静脉产业
发展，不断强化全产业链思维，围绕静脉
产业，积极引育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
持续锻造产业链长板，加快补齐产业链
短板，构建更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今年
上半年，该产业已签约5个项目，主要包
括足航钢铁技改、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废
轮胎绿色生态循环利用、污泥综合利用

等项目，计划总投资 34亿元，预计年产
值 34.1亿元，预计税收 1.9亿元。其中，
10亿元以上项目2个，足航钢铁技改（产
能转换）项目拟投资 16亿元，改进装置
设备，提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预计年
新增产值20亿元，新增税收0.4亿元；废
轮胎绿色生态循环利用项目拟投资 10
亿元，建设年处理20万吨废轮胎绿色生
态循环利用项目，预计年产值 4.5亿元，
税收0.7亿元。重点在谈项目1个。

下一步，双桥经开区将围绕碳中
和、碳达峰，加速推动再生资源、节能环
保产业企业培育和重点企业引进，加速
产业集聚，力争打造全产业链静脉产业
生态，建成重庆市级环保装备关键重点
基础产业园，构建重庆静脉产业高地、
全国一流静脉产业集群。到 2025年，
静脉产业总产值计划达 300亿元，建成
一个静脉能力强劲、创新实力雄厚、回
收渠道畅通、企业发展健康的低碳静脉
产业园。

打造西部静脉产业高地
□ 新渝报记者 犹骥 通讯员 谭大红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时下，大
足区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全国文明城
区各项创建工作，各个系统均交出了
自己的“创文”答卷。记者昨日从大足
区商务委获悉，商务领域“创文”工作
步履稳健，全区市场经营场所普遍变
得更加卫生、整洁、安全，自助消费等
便捷消费模式越来越受市民欢迎，而
诚信经营、文明待客，也成为越来越多
经营者的职业素养和日常习惯。

走进今年5月份开业的金凯农超，
市民能看见一个干净卫生的菜市场。
金凯农超是海棠新城首个大型农贸超

市，这里销售蔬菜、水果、鲜肉、干货、
水产、粮油等各种商品，由于有专人清
扫环境，商贩文明有礼，货品摆放整
齐，给人良好的购物体验。

据了解，在大足区商务委的指导
和监督下，各经营场所踊跃参与“创
文”工作，更加重视维护场所环境卫
生，努力给消费者创造出更加洁净舒
适的购物环境。

不仅消费环境整洁有序了，市民

的消费模式也在不断升级。手机下
单、超市送货上门，市民的消费体验更
加快捷。在支付方面，市民也有了更
大自主性。目前，城区各大超市纷纷
设置了自主电子支付设施，市民能轻
松地自行为自己选购的商品付款，不
必再像以往那样在人工收银台处排队
等待支付。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创文”理
念深入人心、大型品牌商场的接连入驻，

以及大型购物商场的管理更加规范，消
费氛围更加融洽。

大足商都质量管理员王小红表
示，为积极支持大足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他们坚持做到诚信经营，严格进行
质量管理，杜绝假货次品入场，“我们
要求和监督导购人员对每个客人都做
到文明有礼，努力提升客户的购物体
验。对于客户投诉，会第一时间协调
公正处理。”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公园是
供市民放松休闲娱乐的家门口的景
点。借助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契机，
大足区公园管理所对城区多座公园实
施改造升级，进一步改善公园硬件条
件，让在公园游玩的市民感觉更方便、
更惬意。

9月 21日，在大足城区南山公园
游玩的市民发现，公园里的公厕环境
变好了，以前有些破旧的公厕变得更

加卫生整洁，包括墙体、地砖、洗手台、
便池等处损坏的物件全部得到更换，
入厕体验有了显著改善。

据悉，大足区公园管理所近期对圣
迹公园清水溪公厕、南山公园后山公厕、
南山公园山顶公厕、人民公园山顶公厕、
北山公园观景台公厕共计5座公厕实施

了改造。本次改造对公厕的排水、电路、
地砖、吊顶、外墙、便盆、蹲便器等基础设
施进行了更新，部分公厕还安装了地风
机、增加了排风扇，改善了通风环境。同
时各公园完善了方便残疾人的设施，公
园公厕品质有了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针对公园体育设施的

改造工程也已经启动。大足区公园管
理所投资150万元，对海棠湖公园老旧
的网球场、羽毛球场的设施进行更换，
对沙池区换填海沙，对防腐木地面进
行改造，并新增母婴室等功能。不久
后，功能更加完善的海棠湖公园将出
现在市民眼前。

市场经营场所：卫生、整洁、安全、便捷

改造公园硬件 市民方便惬意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通讯员 姜菲菲）9月 20
日，大足区委党校组织第五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
走进位于通桥街道的重庆红岩重型汽车博物馆参加现
场教学，回顾“三线建设”时期创办的四川汽车制造厂
辉煌发展史，传承和弘扬“三线精神”。

红岩重汽博物馆是重庆首个“三线建设”历史博物
馆，这里展示和讲述着四川汽车制造厂的发展历程。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学员们看着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
片、一辆辆重型汽车模型、一段段视频，对四川汽车制
造厂的创办与发展过程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大家从
中深切感悟到了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
于创新”为核心的“三线精神”实质。

大足区委党校中青班
学员参观重汽博物馆

（上接1版）
为保障贫困残疾人住房安全，大

足区实施贫困残疾人D级危房改造
371户，统筹资金1111.5万元。其中，
大足区残联补贴资金608.7万元，区
民政局补贴资金212.7万元，区规划
自然资源局补贴资金120.6万元，区
住房城乡建委补贴资金169.5万元。

设施建设
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感谢你们对残疾人的关心关
爱。”2021年 1月，大足区残联肢残
协会给经开区智能停车事业部送去
一面题为“一心为民，保驾护航”的
锦旗，代表经开区残疾群体对该事
业部的关心爱护表示感谢。

经开区开投集团智能停车事业
部在停车位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依
然按全市相关文件规定的比例，在
经开城区主要路段足额设置了 22
个残疾人专用停车位，不但为经开
区残疾群体出行带来了便利，还替
他们大大降低了出行成本。

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专用车
位有醒目的残疾人停放标志，分布
在城区的各个主要路段的便利位
置，给有三轮车、小车的残疾群体带
来很多方便，而且还是全部免费，体
现了政府和社会对残疾群体的关爱。

经开区智能停车事业部业务主
管唐勇表示，残疾人是社会弱势群
体，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他们只
是做了应该做的一件小事。这面锦
旗，饱含了残疾群体对经开区智能
停车事业部工作和肯定，今后他们
将继续努力为残疾朋友出行提供更
便捷的停放服务。

这只是大足区强化设施建设，
大力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缩
影。五年来，大足区投资 1.2亿元，
建筑面积为 34700㎡的大足区残疾
人康复、托养、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已
经建成，其建设规模和综合功能位
居全市前列。其中残疾人康复中心
面积 10200㎡，投资 4032万元。按
照三级残疾人康复中心标准进行建
设，采取公建民营方式与涪陵郭昌
毕骨伤科医院签订合作协议，在康
复中心设置大足郭昌毕骨伤科医
院。2017年 6月，大足区残疾人康
复中心建设接受中残联委托的第三
方机构评估验收，相关工作得到好

评。2017年 9月已正式投入使用。
残疾人托养中心建筑面积 7583㎡，
投资 2673万元。龙岗老年养护院
建筑面积 17006㎡，投资 5275 万
元。信息化特色项目残疾人康复、
托养、养老智慧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及运行工作，多次迎来市内外有关
单位前来交流学习。

分类施策
持续提升残疾人幸福指数

日前，大足区残联到珠溪镇开
展“上门”服务，给当地 90余名残疾
人上门评定残疾等级，登记残疾人
档案，让他们不用出村（社区）就能
申请到残疾人证并享受到相应权益
保障。

五年来，大足区核发第三代残
疾人证3.8万余个，建立上门评残工
作机制，办理残疾人证 1000余个；
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专项清理工
作，注销 90个残疾人证，重新评定
245人，降低等级 144人，坚决做到

“应清尽清、应改尽改、应纠尽纠”。
开展志愿者服务 156场（次），服务
残疾人6000余人（次）。

五年来，大足区强化精准救助，
投入资金 1063万元，为 0—17岁残
疾儿童实施康复服务 1008人（1135
人次）。投入资金5651.9万元，为精
神病患者提供免费服药 37818 人
（次）、住院 7045人（次）。投入资金
400万元，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辅
助器具维护与适配服务 12325 人
（次）。投入资金 185万元，免费实
施贫困白内障复明手术 1573 例。
投入资金 90万元，完成市级标准化
及规范化社区康复站及村（社区）康
复室建设 162个。投入资金 41万
元，开展村（社区）残疾人康复训练
4657人（23178人次）。为有需求的
残疾人提供家庭医生签约和履约服
务率达80%以上。

五年来，大足区强化教育帮扶，
将残疾儿童、少年教育融入区义务
教育体系，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
教育比例达 100%。全区有特教学
校1所，5个校点开设有特教班。投
入资金近 200万元，在普通中小学
设立特殊教育资源教室 13个，促进
残疾儿童、少年在普通学校随班就
读教育质量。为 788人（次）残疾学
生实施送教上门服务，对 1227 人

（次）特教校及特教班学生进行慰
问，发放慰问金 36.8万元。1191人
（次）农村残疾人参加区级实用技术
培训。

五年来，大足区强化政策扶持，
投入资金207.6万元，打造残疾人创
新创业基地。投入资金375.8万元，
对124户从事种养殖业、服务业的残
疾人进行创业扶持。建立帮扶基地
5个，帮扶56名残疾人就业。安置残
疾人就业 2577人（次），征收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 10818万元。实现城乡
新增 986名残疾人就业。拓展就业
创业渠道，为残疾人脱贫增收提供
机会。五年来，大足区落实惠残政
策，投入资金704.2万元，对27352人
（次）1—2级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合
作医疗保险实行补贴；投入资金
573.3万元，对 57746人（次）3—4级
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进行补贴。投入资金124.4万元，为
符合条件的 49400余人（次）重度残
疾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13592名
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对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实行政府每人每年代缴
100元。2000余名建档立卡残疾人
全部脱贫，2098名残疾人纳入了特
困救助供养，9192名残疾人享有最
低生活保障。实施“阳光家园”计划，
5459人（次）残疾人享受托养政策。

五年来，大足区强化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作用，共募集到位资金807
万元。投入资金 138万元，免费为
649名残疾老年人及残疾儿童进行
口腔疾病治疗。投入资金 3万元，
为 162名特教校及特教班学生购买
保险。投入资金 11万元，开展“联
通智慧助残”公益活动，为残疾人量
身定制专属的信息通讯和信息服
务，受助对象 337户。投入资金 29
万余元，购买电动轮椅、手动轮椅、
便携式儿童轮椅 926台，赠送给残
疾人及贫困老年人。对 474户残疾
人家庭进行现场慰问，捐赠价值 23
万元的羽绒被。

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如
今，大足区的残疾人朋友们沐浴着
党和政府关爱的阳光，自尊、自信、自
立、自强，在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
客厅、建强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
的新征程上，正与全区人民一道，为
大足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双桥经开区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9月20日，重庆市商务委
官网公布了2022年首批获选“重庆地标菜”名单，来自
大足的珠溪肥肠、邮亭鲫鱼、化龙跳水鱼、丁家坡洋芋
4道特色菜品入选。

此次发布的“重庆地标菜”包含来自全市38个区县
的145道地方特色菜品。本次评选活动于今年4月19
日启动。重庆地标菜专委会组织全体评审专家，依据
《重庆地标菜质量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和《重庆地标菜质
量技术规范实施细则》对376道菜品进行初评，初步评
选出272道基本符合团体标准的菜品。5月19日，重庆
地标菜专家委员会全体专家对这272道菜品，按照菜品命
名、饮食文化、原料调料、技法风味、安全卫生、菜品质量、
经济价值等7个大项、29条小项，以打分方式进行评审。

在此基础上，由重庆餐饮界知名专家、大师和高校
教授组成的专家评委代表、媒体评委代表、大众评委代
表和市、区县商务委代表，以会议评审的方式对这272
道菜品进行集中评审。而后，再经过现场制作展示拍
摄等流程，最终评选出145道“重庆地标菜”。

大足4道特色菜
成为“重庆地标菜”

9月20日上午，双桥经开区消防大队走进重庆科
技职业学院，开展消防知识培训和疏散逃生演练，为大
学新生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消防知识普及。活动现场，
消防指挥员科普了消防基础知识，并通过疏散逃生演
练，生动的讲解了遇到火灾后如何逃生报警等知识。

新渝报实习生 曾亦嘉 王雨薇 摄


